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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青年人是城市发展所需、活力所在、未来所系。而居无定所也是他们最不想面对的事情，只有很
好地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安居问题，让他们“租得起、租得好”，才能让他们安心留下来。

2021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缓解新市民、青
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的精神，提升首府人口能级，吸引高校毕业生留呼就业创业，推进“丁香扎根计划”，加快
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采取多种措施为青年人、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呼和浩特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管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承租准
入退出实施细则》《呼和浩特市引人留人 18条措施》等政策文件，成立了市长担任组长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认定、分配和管理全流程工作机制，为加快发展保租房提供坚实的组
织、制度、监督、运营保障。

为了能减轻毕业大学生租房压力，根据政策对未享受人社部门租购房补贴的高层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
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享受租金减免。高层次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及以上）、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分别按
100%、50%、30%减免租金。减免期限不超过 60个月。今年更是将“为来呼留呼人才量身定制、集中打造价
格低、品质高、环境好、配套全的超大型‘青年社区’，让在呼生活和工作的年轻人‘来时一个包，安下一个家，
共建一座城’”，这样一段话写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府有诺必践，说到做到。截至目前，全市已筹集认
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68个，房源 15472套（间），市四区保租房出租率保持在 90%以上，为 1.4万余人提供
了住房保障。

走进玉泉区人才公寓·俪城，酒店式大堂门口摆放着宽大的快递柜、外卖柜，工作人员刷卡后记者方才进
入大堂，郁郁葱葱的绿植，造型时尚的沙发、茶几，吧台上设有咖啡机，阅读区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墙上
挂着色彩明快的装饰画，俨然是一个温馨的大客厅。

来自包头市的珠兰是一位 26岁的蒙古族女孩，她是这里的住户，当年她以 66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财
经大学，并在本校读了研究生，原本在北京也可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亲人的思念，
2022年研究生一毕业，她就选择回到了呼和浩特市。珠兰目前在机关工作，租住在俪城的大学生公寓。一套
5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的公寓，有着独立的卫生间，还贴心地辟出了烹饪操作台，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油烟
机、双人床、沙发、茶几等电器家具应有尽有。珠兰告诉记者，这套公寓享受政府补贴后每个月租金只有 700
元，比市场价便宜一半。“吸引我回到呼和浩特市与政府诚意满满的留人政策密不可分，一些外省市的同学都
羡慕我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不仅设施齐全、环境好、出行便利，而且还格外安全，我也经常自
豪地向她们介绍呼和浩特市，可以说我和这座城市是义无反顾的‘双向奔赴’。”珠兰说，她对目前的工作生活
都十分满意。

据玉泉区人才公寓·俪城的工作人员刘莉敏介绍，公寓户型都是一室一厅，房屋面积为 41.36至 50.03平方
米。目前，人才公寓已经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所有入住人员的信息都已经通过社区系统进行填报，实现入住
人员全面管控、精细服务。因地理位置优越、公共设施完善、室内设施配置齐全，公寓从上线以来特别受欢迎，
入住率保持在 100%。为了安全，公寓大厅入口处设有门禁系统，仅住户可以通过脸部识别后进入，非承租人
进入公寓时需与承租人核实并登记后方可进入；实行 24小时安保服务，安保人员 24小时在岗，并定时进行安
全巡查；公寓设立管理办公室，并配置两名工作人员，负责办理入住、退租、维修上报等日常管理工作，以及及
时掌握人才需求、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刘莉敏告诉笔者，由于承租人中有 30%左右是中共党员，还专门在
大厅设置了党建阅读专区，公寓管理服务细心可见一斑。

相比较玉泉区人才公寓·俪城的小而精，适合单身青年居住，位于新城区东部的青城青寓东望店则更适合
小家庭居住，虽称为“公寓”，但这里的户型都是90多平方米二室二厅一卫，完全和住宅楼没有区别。

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的景慧是包头人，今年 11月份刚刚入户青城青寓。在她的房间中，记者看到常用的
电器、家具一应俱全，室内设施完备装修精致，还通了天然气，方便做饭。景慧告诉笔者，她这套房子是 97平方
米，除了有两个卧室，还有一个小书房，功能齐全，住得特别舒心。“虽然我不在附近上班，但公寓距离地铁和公
交站都很近，交通非常便利，而且紧邻着北山公园，环境空气都很好，公寓安全性也高，装修也很新，最主要是
价格特别实惠，我和同伴分摊下来，每个人才几百块钱。我都没想过刚一出校门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景
慧开心地说。

据青城青寓管理人员张宇介绍，该项目分一区二区，共 1500套房源，有 94、97平方米两种户型。公寓内部
配备单元运营官，为承租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周边有东万达、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多个大型商业、餐饮区，有
新城区第二幼儿园、鼎奇丁香河畔幼儿园、实验中学东河校区、实验中学察哈尔校区，有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生
活比较便利。目前，东望一区整体出租率97.28%，二区刚刚上线不久，整体出租率7.91%。由于房屋面积较大，
比较适合年轻夫妻和情侣居住，承租人有不少是两口、三口的小家庭。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住建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了解到，在筹集建设保租房时，会充分考虑年轻人生活工作的便利
性，首先会选择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房源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如青城青寓万锦店、中恒国润公寓、俪城、世源佳
境、总部学府等，受到青年人、新市民的广泛青睐，目前这几个项目出租率都在98%以上。其中，青城青寓万锦店当
前入住博士161名，占该项目入住人数比重超过1/3，成为呼和浩特市高层次人才引进服务的典型。其次为了服务开
发区高新企业，充分挖掘开发区自有用地建设宿舍型保租房，配备了卫浴、暖气、家具、健身房、共享厨房、职工食堂
及创客空间等公共设施，满足了员工饮食、生活、休闲娱乐等多方面需要。以敕勒川乳业开发区圆通物流宿舍为例，
配套保租房196套，入住率100%，容纳了快递小哥、操作工、转运司机、内勤工作人员等400多人。目前呼和浩特市7
个开发区共为6000余名企业员工提供了住房保障服务，得到了园区运营企业与职工的肯定与好评。

心安之处即为家，呼和浩特市一个个保租房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为越来越多初入社会的新青年缓解了
租房支出压力，也定会让他们更坚定地留在呼和浩特市、爱上呼和浩特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此安居
乐业、生根开花，呼和浩特市必将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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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凌乱的管网线被规范下埋、昔日逢雨必漏的屋面墙面得到彻底整洁、从前外观斑
驳的楼体粉刷后焕然一新……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全力推进，如今在呼和浩特市，一
个个老旧小区脱下“旧衣”，焕发新活力，实现了“逆生长”。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发展工程，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形象、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作用。自2011年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
实施以来，呼和浩特市结合小区实际和居民需求进行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改造，截至
2023年，呼和浩特市已经对3000多个老旧小区进行了综合改造。2024年计划改造229个老
旧小区，改造面积383万平方米，涉及44810户、1076栋楼，目前229个老旧小区改造已全部
完工。这不仅提升了城市整体面貌，补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还有效改善了人居
环境，让居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走进位于新城区的八一小区，映入眼帘的是几处别致的雕塑，一只“胜利的号角”正在
吹响、悬挂军功章的石雕相依而立，老兵之家、军史长廊、双拥主题公园、养老服务中心、儿
童游乐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各项设施齐全，环境优美。

“每天下楼看到漂亮的小区，心情就特别好。”在八一小区居民田华全看来，老旧小区改
造让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住在这几十年了，以前小区的环境又脏又差，大家都
笑话我们这是个‘贫民窟’。但改造后就不一样了，到处焕然一新，道路平整宽敞，健身设施
一应俱全，就连停车位也规划得整整齐齐。真是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住在这么舒心的地
方，感觉生活质量提高了一大截！”

由于八一小区居民以老军人为主，本次改造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基础设施、补
齐公共服务短板的基础上，特意突出了军营文化主题。据新城区住建局人居发展促进中
心工作人员郭建波介绍：“在改造中，我们从小区的基础设施和功能布局出发，本着修旧
如旧的建筑理念，对住宅进行节能改造后在恢复其年代特色的情况下，墙外立面统一粉
刷成红砖墙。我们还对原有网球场、篮球场、健身器材场地进行翻新，并利用原有营房东
侧空地打造模拟拉练场，既能让居民锻炼身体还能突出军营特色。同时，我们不断挖掘
小区历史文化内涵，对军史长廊进行翻新、微改造，打造军营文化特色景观，让小区居民
更有归属感。”

“改造后的环境真是大变样，我非常满意！”谈到改造后小区的变化，绿缘小区居民赵兴利
难掩喜悦之情：“以前小区里的路坑坑洼洼，下雨天出门就是两脚泥，现在出门路面平坦又干
净，晚上还有路灯照明，走夜路也安全多了。还有啊，过去没有规划停车位，孩子每次来看我
都得‘见缝插针’找地方停车，如今车位规划得合理又方便，再也不用因为停车发愁了。”

位于玉泉区的绿缘小区，始建于2000年，由于建成年代较早，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基
础设施老化，道路破损、排水不畅、停车困难等问题影响着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今年5月，
绿缘小区开始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其中，地上改造部分包括外墙修复、地面绿化亮化、安装
电动车充电装置和健身器材等，其他改造包括维修排水管道、安装监控设施及小区内道路
硬化等。

为了让改造后的小区既美观实用，又能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玉泉区住建局人居发展
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周志鹏说：“我们针对小区公共绿化存在的黄土裸露、绿化斑秃、植物生
长状态差等问题，制定了应季补植方案，科学选购苗木品种，努力提升小区绿化品质，让居
民可以推门见绿地、关门享清风。同时，为了更好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小区还加强了
安保设施建设，安装了监控摄像头、门禁系统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心、更加放心。”如今的
绿缘小区，道路宽敞整洁、楼体粉刷一新、停车位井然有序。居民们三三两两在小区漫步，
享受着冬日的暖阳。

同样“旧貌”换“新颜”的还有回民区市委六号院小区，穿过独具简约特色的市委六号院
大门，即可看到崭新平整的柏油路纵贯整个小区，一列列柱形花色路灯立于道路两侧。在
对小区铺装沥青、污水管网、楼栋墙体等硬件设施改造的同时，也对小区院内多处景观进行
了改造升级，木制古风凉亭、水墨墙绘、附带假山花草的月亮形拱门、贴着发光灯条的文化
壁……整体设计改造功能与美观兼具、简约而不失精致，温馨中亦浸染着浓厚的文化韵味。

市委六号院始建于1978年，共6栋住宅楼，今年被列入回民区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目前
改造已全部完成。据回民区住建局项目办副主任云乌力吉介绍，改造涉及小区的楼梯楼
道、阳台加固、增设车位、环境绿化等居民关心的方方面面，小区还针对中老年居民较多的
特点，增设了无障碍步道、休息座椅、便民晾衣架，旨在提升为民服务精细化水平，不断增强
居民的幸福感。

要说小区改造后的新变化，市委六号院小区居民王谊连最有发言权：“上世纪80年代
初，我就住进来了，从住进来到现在，小区总共进行了3次改造，我住的二号楼就是被最早改
造的一批。以前小区内道路坑坑洼洼也没有绿化，如今可谓是‘旧貌’换‘新颜’，不仅路平
整了、环境更美了，还引入了智能化的门禁系统，安全性大大提升。每次看到这些变化，心
里都特别高兴，感觉自己见证了生活的改善和时代的进步。”

老旧小区改造，改善的是环境，凝聚的是民心。如今，在呼和浩特市，越来越多的老旧
小区正经历着一场场“华丽蜕变”，这些变化让“住有所居”的基本需求逐渐升级为“住有优
居”的舒适享受，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触手可及”的美景和“近在咫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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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伴儿在这里住了快5年了，房子很适合老年人居住，采光好，便于打扫，周
围超市、饭店、公交站都很齐全，生活、出行等各个方面特别方便，我们住得很舒适。”苗
美兰是赛罕区阳光美居的一位居民，提起搬到这里以后的生活，她赞不绝口。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住有所居，是最基本的民生之一，牵动着
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为了让更多中低收入群体、新市民、青年人等更好地安居乐业，
自2010年起，呼和浩特市通过新建、配建、改建等多种方式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以低于
市场价格的租金出租给符合条件的家庭，更好地减轻承租人的经济负担。目前，全市
共计建设公租房4.15万套，已建成并实物配租3.66万套，解决了近10万人的住房问题。

在房屋分配过程中，相关部门充分考虑社会各阶层住房需求，按照规定程序严格
准入审批，做到配租过程公开透明、配租结果公平公正，尽可能将有限的房源通过优化
配置，落实到各阶层有切实需要的住房困难家庭以及工作在一线的住房困难群体当
中。

来到塞外安居新城公租房，小区内道路平坦宽阔，入目可见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地
下停车场、车棚、充电桩、健身器械、休闲凉亭等一应俱全，不时有居民三三两两聚在一
起聊天，或在小区内锻炼身体。新城区公租房服务管理站站长智建华说：“目前，新城
区共有3个大型集中新建小区、20个配建小区，共提供13130套公租房。我们服务站采
取与小区物业服务公司联合共管的模式，主要承担公租房入住、租金收缴、维修维护等
管理工作。塞外安居新城是3个集中新建小区之一，环境干净整洁，门口不远处就有地
铁站、公交站，交通便利，无论是老人还是上班族都能获得良好的居住体验。”

家住塞外安居新城的史林霄是一位独臂老人，儿子长期在外务工，多数时间是独
居于此。记者来到老人家里时，小区物业的相关负责人朋程恰好前来探访，了解老人
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需求，并一一记录，承诺会及时解决。史林霄高兴地说：“公租房的
政策太好了，我搬到这儿好几年了，小区环境很好，40多平方米的房子正适合我住，租
金也能负担得起，物业还不时会来家里探望，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还会送一些生活必
需品，很暖心。”

公租房作为一项便民惠民举措，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而
在后续的房屋管理、设施维护等方面，相关部门也提供了贴心的服务。“在承租人入住
时，房子就已经装修完毕，油烟机、热水器等基础设施都很齐全，只需要自行添置一些
家具用品。居住过程中，房屋出现任何问题，比如漏水、下水管道堵塞、墙体脱落等，我
们都会及时派人前去维修，确保大家住得舒心。”玉泉区公租房服务管理站总内勤范燕
茹说。

玉泉区康居家园是呼和浩特市最早建设的公租房小区之一，作为第一批入住的居
民，郝惠云已在这里生活十年有余，在交谈间，能感受到她对这里的生活格外满意。“我
们刚搬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拎包入住，各种生活设施都很齐全，住进来之后，周边慢慢修
起了公路，现在接了纯净水，还免费为我们更换燃气灶，取暖也特别好，生活得很幸
福。”

在康居家园小区内，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小区中央的小广场，周边放置有石凳，可供
居民散步、休憩，往西走便是为老餐厅、便民超市，为居民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据范
燕茹介绍：“为了提高居民生活的丰富性和幸福感，我们还联合社区在小区内共同打造
了为老餐厅、便民服务站、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等，居民们不仅能享受到优惠的早餐，还
能在空闲时间来到活动室唱歌、下棋、打球，极大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郝惠云也对
此赞不绝口：“小区里健身器械很多，我们经常出来晒太阳、做运动，有空还会约着一起
去跳舞或者写写书法，不仅能锻炼身体，精神生活也很富足。”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住建局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突破了以往公开摇号的方式，采取
公开选房配租模式，申请人可在允许的范围内自行选择公租房，实现精准高效分配房
屋，避免摇号分配时因位置、面积等因素不合适而弃租的现象出现，让更多住房困难群
体住上心仪的房子。此外，呼和浩特市还积极推行公租房互换，有互换需求的承租人
可带着相关手续到所在公租房小区管理站提出互换申请，经同意后在互换平台自行联
系有同样换房需求的承租人进行配对。

走进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赛罕区公租房服务站，墙上的白板上张贴着密
密麻麻的公租房互换申请书，既有区内置换，也有跨区置换。赛罕区公租房服务管理
站站长魏希强说：“公租房的政策非常人性化，无论是房屋互换还是选房配租，便民程
度越来越高，有效提高了房屋的利用率，而且公租房小区周边的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
大家入住的满意度也不断提高。”

据介绍，赛罕区阳光美居小区共 19栋住宅楼，出租房屋 4800余套，出租率可达
90%以上，四周坐落有大型超市、学校等，很好地满足了居民的生活和入学需求。范媛
既是该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是最早入住的居民之一，见证了小区及周边环境的发
展变化。她感慨地说：“小区建设得越来越好，原先的土坡变成了健康步道，门口通了
公交、建了超市，附近的学校也覆盖了幼儿园到中学整个学龄段，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
便，幸福感很足。”

公
租
房
守
护
群
众
安
居
梦

公
租
房
守
护
群
众
安
居
梦

住房是民生之要、民生之依，关乎

城市凝聚力、吸引力。住房条件的变

迁，像一面镜子，既是人民群众步入小

康的真实写照，又折射出了社会的进

步。为了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呼和

浩特市从2010年启动公租房建设，从

2011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2022年

又推出针对留呼大学生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全方位、多举措解决群众住房难

题，全力打造宜居环境，切实让老百姓

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从“住有所居”

迈向“住有优居”，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越来越强。

新城区塞外安居新城公租房小区

赛罕区阳光美居公租房小区

保障性租赁住房赛罕区旺第嘉华项目

青城青寓东望店房间内景

康居家园小区内设置的便民服务站

改造后的新城区八一小区干净整洁

呼和浩特市2024年公租房公开选房配租活动现场

玉泉区绿缘小区改造后焕然一新

青城青寓东望店

提升高“颜值”发展好“气质”

“宜居呼和浩特”正迈步走来


